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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本报通讯员 初宝瑞

在滨州高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樊东村西南
一华里处，有一郡治城遗址——— 千乘城。此城
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今滨州区域最早出现
的郡县制城市之一。

“千乘，古邑名，春秋齐地，因齐景公有
马千驷，猎于境内的青田而得名。”《辞海》
对千乘城如此释义。

兵强马壮，水草肥美，一个形象的地名，
将两千年前的大国盛景镌刻于历史版图。千乘
古城属春秋齐国之地，因齐景公在此屯千乘而
得名，城内红墙绿瓦，车水马龙，百姓丰衣足
食。这样一处繁荣富庶之地，历经王朝兴替，
地名曾多次更换，最终在历史滚滚车轮的碾压
下，淹没于尘埃。

蛟龙碑填黄河大堤

千乘古迹不复存在
从青田街道办事处驻地出发，沿路一直向

西行驶，穿过滨州高新区与淄博市高青县分界
线后，继续沿广青路西行。在距高青县赵店镇
3公里处，向南大约10分钟车程后，樊东村便
出现在眼前。两千五百年风云巨变，原址在此
的古千乘城，今已不复存在。

1986年出版的《山东各地概况》记载：
“千乘城有二：一在古漯河北，一在古漯河
南；一为郡治，一为县治。”

以古漯河为界，历史上曾有两座千乘城，
分居南北。据中国历史地图标记确认，古漯河
南的千乘城，在今淄博市高青县唐坊镇孙集村
东南三华里处。古漯河北的千乘城，在今滨州
高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樊东村西南一华里处。

寻访北千乘城，走进樊东村，村民们对这
一地名大多不熟悉。村民樊守林告诉我们，他
没听说附近有千乘城。现在村子西南角有一窑
厂，据说此前那里曾有一座小庙，后来成为农
田，前几年有人在那开的窑厂，因为不景气，
现在也破败停业了。

据《滨州文史资料》记载，千乘城遗址，
地处开阔地带，地形呈低岗、缓坡状，早年这
里地表有砖块、瓦砾杂陈。樊守林指着窑厂对
面的一片水池说：“这个地方听说以前是座
庙，后来啥都没有了。”水池在路东侧，南北
狭长，长约100米，宽约10米，村民介绍，水池
系烧砖取土所成。

与文史资料对应，樊守林所说的小庙确实
曾经存在。在今天水池的位置，明朝初年曾建
有一座庙宇，并立有一方石碑。碑身立于明洪
武二年，系驼蛟龙碑，刻有千乘城等字。樊守
林听村里老人说，在小庙所在地曾经出土过一

口大钟和一座碑。钟是青铜的，后来不知去
向。石碑有巨型赑屃碑座。

据《滨州文史资料》记载，碑身于1922年
前后，被用来填黄河决口，埋压在黄河大堤下
面。这里早年还曾出土过古砚，被人带往西
安。

齐景公常狩猎于此

改“青丘”为“千乘”

战国时，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
量。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
据传，千乘城始于战国，因齐景公有马千驷常
驻于此而得名。据《元和郡县志》载，“齐景
公有马千驷，田于青丘。”

滨州市史志办方志科康吉堂解释，《辞
海》中所说，齐景公有马千驷，猎于境内的青
田。此“青田”并非今天滨州高新区青田街道
办事处。溯源千乘城地名来历，首先要从它的
前身青丘说起。

公元前547年齐景公继位，用晏婴为相，
曾“向孔子问政”，内修国政，外操强兵，在
列国之中，首屈一指。齐景公经常到一片广袤
的平原狩猎，深知地利的优势，即在这片平原
养牧他数千匹战马，并在此开辟校场，操演兵
车阵式各种战法。此广袤平原就是文中所记载
的青丘之地，也就是后来的千乘郡所辖之地。

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土范围基本都在济
水流域。青丘之地距都城临淄不过百余里，交
通便捷，湖泊密布，湿地连片，沟渠纵横，林
草植被茂密，各种珍禽异兽生息繁衍。因此，
青丘成为齐王狩猎的首选之地。在诸侯借园林
夸饰争胜的时代，它很快成为齐王的“宠
儿”。

齐景公对于青丘非常喜爱，就把它改名为
“千乘”。

“千乘，并不一定真的有那么多马匹，从
城市的繁荣程度思考，如果这座边境城市随着
人口增加、边贸活跃，也是能讲得过去的。”
滨州市史志办康吉堂说。依照齐国当时的国
力，在此地建立一个城市是可能的。千乘城就

在高青的北部，紧邻漯水，符合城市一般都依
水而建的规律。千乘城，在当地可能是设立郡
县制城市中最早的一批。

漯水分隔千乘郡县

因遭遇水灾而覆没
据现有文史资料记载，西汉统一天下后，

千乘城成为千乘郡。汉高祖刘邦除分封了几个
同姓王之外，把全国分为四十八郡，其中就有
千乘郡，郡城设在千乘城，其遗址就在旧镇
(现青田街道办事处)樊东村。

同时设千乘县，县城的遗址在高青县唐坊
镇卢家村。当时漯水正从千乘郡和千乘县的两
城之间穿过，形成了两城隔水相望的格局。所

以，现在所发现的千乘城的遗址也有两个的，
一为郡，一为县。

晋朝人写的《三齐记》记载：“千乘城在
齐城西北百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隔二十余
里，其一城县治，一城太守治。”《汉书地理
志》记载：“千乘郡，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二十
七，口四十九万七百二十。县十五：千乘、东
邹、湿沃、平安、博昌、蓼城、建信、狄、琅
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高苑、延
乡。”

公元前29年，千乘郡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
一次灾难。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始四
年，大雨水十馀日，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
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
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馀顷，深者三
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这次河决由于受灾面积太大而震动朝野。
第二年，决口被堵，河堤修成后，汉成帝特意
改元为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但是河平只是
一个美好的祈愿，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秋八
月，河决平原县，流入济南、千乘，近一半的
房屋被毁坏。千乘郡受到严重的打击，民生凋
敝。

西晋时期，千乘县被废，“千乘”作为地
名也不复存在。

“千乘”复名“青田”

新城崛起于黄河南
千乘城遗址所在的樊东村，距离高新区青

田街道办事处驻地约5公里。青田街道办事处
原名旧镇镇。2010年，经山东省和滨州市政府
批准：整建制撤销旧镇镇，以其原行政区域设
立青田街道办事处，办事处驻原旧镇镇政府驻
地，管辖旧镇、营盘、彭家沟、大道王等74个
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

对于“青田”的来历，由古至今有三种说
法：一是据《辞海》记载：春秋时旧镇曾叫
“青田”。二是上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旧镇
大部分时间隶属高青县，取其“青”字可以追
溯旧镇行政沿革的历史。三是“青田”寓意碧
绿的田野，体现“粮丰林茂 北国江南”国家
级生态示范乡镇的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独有
特色，展现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环保、生态、
高效的美好未来。

村民樊守林告诉我们，一到春天，千乘城
遗址所在地春意盎然，成片的水稻在微风中摇
摆，点点白鹭嬉戏绿苗间，环境非常好。

2009年，滨州高新区成立，辖小营、青田
两街道办事处。高新区，是滨州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实验区和滨州中心城市南部新区，一座新
型现代化的城市正在古城上冉冉升起。

历史的巧合，让几经易名的旧镇再次回到
它两千多年前的故名青田。这让人不禁遐想，
那个曾经红墙绿瓦，车水马龙，交通便捷，湖
泊密布，湿地连片的千乘城，是否会重现人们
眼前？

■ 地名故事

千乘古城属春秋齐国之地。兵强马壮，水草肥美，一个形象的地名，将两千五百年前的大国盛景镌刻于历史版图。

齐有马千乘 畋猎于青田

·相关链接·

千乘郡名流
□ 初宝瑞 卞文超

千乘郡作为古代的一座名城，在历史上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地理位置优越，紧靠黄河，漯
河贯穿其中，因千里平原沃野而成为齐景公的狩
猎之地；它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史料记载的就有多
位历史名人，或学问，或为人，或政绩，均对后世产
生了很多大的影响。千乘郡正如王勃的《滕王阁
序》中所言：“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
灵，徐儒下陈蕃之榻。”

下面是几个史料上留名的“千乘郡人”：
欧阳生，字和伯，西汉人。幼习经学，受《尚书》

于伏生，将《尚书》29篇分解为31篇，为《周诰》、《殷
庚》作了详细注解，著有《欧阳章句》41卷、《欧阳说
义》2篇，成为西汉今文《尚书》欧阳学说的开创者。
自欧阳生治《尚书》起至其八世孙欧阳款，代代相
传，史称“欧阳八博士”，也称“欧阳尚书学派”。欧
阳生曾亲授倪宽，是倪宽的老师。

倪宽，西汉官员，字仲文。历仕廷尉、掾举侍御
史、中大夫、左内史、御史大夫。汉武帝太初九年，
奉诏与司马迁等共定《太初历》，精通经学和历法，
且善文辞。倪宽幼时聪明好学，但家中贫穷，上不
起学。他就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帮助做饭，以此
求得学习的机会。他还时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每
当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把经书挂在锄把上，休
息时就认真诵读，细心研究。这就是至今为人们传
颂的“带经而锄”的故事。由于他勤学好问，得到了
西汉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
阳生的身传亲授。后来又受业于孔子后裔、西汉经
学博士孔安国。所以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
面有了很深的造诣，被当时的郡国选诣为博士。倪
宽在任期间，十分重视水利建设，调发民工，于郑
国渠上流南岸，开辟六辅渠，使周围高地得以灌
溉。他政绩卓著，得到朝廷上下的赞扬和人民的拥
戴。倪氏起源在姓氏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但其后裔倪宽则明见史册，且名声显赫，故而
后世倪氏族人大多尊奉倪宽为得姓始祖。

公孙弘，名弘，字季，一字次卿(《西京杂记》记
载)，西汉名臣。其少时为吏，牧豕海上，四十而学，
谨养后母。汉武帝时期，先后二次被国人推荐，征
为博士。十年之中，从待诏金马门擢升为三公之
首，封平津侯。先后被任为左内史(左冯翊)、御史
大夫、丞相之职。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
弘于相位逝世，谥献侯。公孙弘是西汉建立以来第
一位以丞相封侯者，为西汉后来“以丞相褒侯”开
创先例。其在职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并为儒
学的推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曾著有《公孙
弘》十篇，现已失佚。

董永，《二十四孝》中“卖身葬父”的主角，汉朝
时期的人物，古代流传行孝历史模范。其家境贫
寒，幼年丧母，与其父相依为命，父去世后，又契身
葬父，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
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
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
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乃天帝之女，奉命
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著名黄梅戏经典剧
目《天仙配》，就是由董永和七仙女的动人故事
改编而成。

□ 刘召琢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邾国古都都自然地联
想到邹城市的峄山，其实，古邾国建于西周初年

（约公元前1046年），在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峄
之前，位于邹城市张庄镇的济宁市最高峰凤凰
山，也曾经做过邾国的都绎，与它相比，峄山作
为邾国故都之一只能算作小字辈，更早更长的
邾国历史其实都在峄山做都之前，解开其中的
奥秘是圣乡文化探源的一个重要课题。

古邾国亦称邾娄或朱娄，后亦称邹。邾国初
都《春秋》，《左传》作“訾娄”，《榖梁》作“楼”，《公
羊》作“叢”。

搞清早期邾国都邑的位置，对于揭开古邾
国的早期历史真相至关重要。民国学者王献唐
曾为此写过《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
考》，试图从音变的角度考察古邾国都及疆域的
变迁，但由于当时资料和考察手段有限，邾国迁
峄山之前的故都位置仍然扑朔迷离。

左传载，“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伐邾
娄，取訾娄”。后为叔梁紇封地，孔子生时已为鲁
地。关于訾娄的具体方位史无详载，不少文章称
在今曲阜市息陬（距古鲁城6公里）一带，但尚不
见有出土文物佐证。王献唐在《春秋邾分三国》
中说，邾国“故都究在何所，古无明文”。“所引栝
地志诸书，古邾城在邹县东北者，皆指汉县，非
指邾之故都”。

尽管邾鲁毗邻，两国“击拆之声相闻”，只能
说明邾鲁间的边界相对鲁国与其他诸侯国边界
来说比较近，并不能说明两国都城紧挨。从邾鲁
两国经常发生征战来看，相对弱小的邾国不会
甘冒风险将自己的都城安排在鲁国鼻子底下。
而应该安排在距鲁国相对较远且有屏障可守的
地方。在缺乏史料记载的情况下，出土文物特别
是邾国早期官方文物，辅助以地理形势的分析，
就成了推断訾娄方位的重要依据。

伯俞父诸器

据《滕县金石志》载：清道光十年（1830），城
东北八十里凤凰岭涧沟中，出伯俞父诸器……
其中鬲、盘、匜、簠等铜器铭文中，皆有“邾”(鼄）
字。其铭文如下：

鲁伯俞父簠（fu）：鲁伯俞父作姬仁簠，其万
年眉寿永宝用。

鲁伯俞父盘：鲁伯愈父作邾姬仁媵沫盤，其
永宝用。

鲁伯俞父匜：鲁伯俞父作邾姬仁媵沫匜，其
永宝用。上海博物馆藏。

鲁伯俞父鬲（ge）：鲁伯愈父作邾姬仁媵羞鬲，
其永宝用。

铭文中的鲁伯俞父，根据古重耳治，音同即可
通用的原则，实际就是鲁懿公九年(公元前807年)，
夷父颜帮助鲁伯御发动政变杀死鲁君姬戏被推举
为鲁国国君的鲁伯御（公元前807—796在位），时
间为西周晚期。这些伯俞父诸器是鲁伯俞父给女
儿邾姬仁的媵器。以鲁伯俞的爵位将女儿嫁到邾
国，当然嫁给邾国的国君、太子或公子。其居住地
理当在其都城。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凤凰山南一
带曾是邾国故都。这里在曲阜古城东南数十公里，
也印证了《路史·国名纪·卷丙》“一云仙源故曲阜
东南四十古邾城”的说法基本正确。

鲁伯俞嫁女时间当在其成为鲁君(公元前807
年)或之前，此时邾国贵族当据今天的凤凰山前一
带，其年代比邾文公迁峄早约200年左右。至今凤
凰山上尚有不少春秋前后寨垒柱槽等遗迹。

龙首铜钺

1980年3月，在邹城市张庄镇凤凰山下大律附
近的小彦村，发现了取子“龙首青铜钺（鑱）”。这是
一件世所罕见的西周精美礼器，上有铭文：“於取
子口锤铸口元乔”等九字，其中“取”古同邹陬鄹邾
等字，“取子”即邾子是邾国国君爵称。此物显然系
某位古代邾子所有。它的出土说明附近既是古邾
国都邑之地。书“取”不书“邾”，可能是因周王未封
而延称商爵。邾国封子爵是在齐桓公向周王说情
而取得的。公元前681年，邾与齐北杏会盟加强与
诸侯国的联系，提高了邾国的声望，由于邾国与齐
国的结盟，邾仪父克响应支持桓公霸业，去各国奔
走联络，曾夜宿滕国和薛国。齐桓公因此向周天子
美言，于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周天子授邾
仪父为子爵，称“邾子”。

而在鲁伯俞父诸器时已铸为“邾”字，说明“取
子”铜钺（鑱）的年代当比伯俞父诸器早，从而佐证
了邾国国君居住此地的时间跨度较长，世代较多。
这两组西周文物分别出土于凤凰山前大律村东和
西不太远的地方，说明今天凤凰山前的大律村一
带曾是邾国迁邾瑕前，西周时期邾国君主驻跸之
地，或者訾娄的真正位置就在这里。从小邾和滥均
在凤凰山东南附近一带，也体现了古代亲族多就
近分封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凤凰山一带在
古邾国的核心地位。

邾国即邾子国，亦称邾娄，是古邹鲁地区的一
个诸侯小国，其疆域大部在今天的邹城地区。许慎
的《说文解字》：“邾，蜘蛛也，从黾朱声。”邾国的

“邾”字，无论在西周还是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中，
写作蜘蛛形，即今之“蛛”字。据此，有学者认为：

“由蛛字字形得知，邾国先人曾以蜘蛛为图腾，
建国之后，即以蛛为国名。后来，为书写方便起
见，改从邑朱声之邾字，《邾公钟》之邾字，正是
这样写的。”但在凤凰（巨越）山下发现的西周时
期的龙首铜钺铭文中却将“邾子”写作“取子”，
相信应是当时比较正规的写法。它的时间早于
春秋和其他邾国出土文物，这就让人对上面学
者的说法产生怀疑。纵观古邾国都邑的几个别
称：陬、鄹、郰、叢……其中都有一个“取”部，其
发音qǔ与jù、zhū相近。这也说明，古邾国其实
就是由“取子国”演变来的。

至于古邾国先称邾后称邹，概因都邑訾娄
音变所致。“娄”古常假借通“屡”，如：“娄丰年”

（《诗·周颂·桓》），“时上方兴功业 ,娄举贤良”
（《汉书·公孙弘传》）。故早期訾娄之娄读lǚ，訾
娄相拼读邾（zhū），后期将娄读lóu渐多，约定
俗成，訾娄相拼读邹，到邹穆公时顺乎民俗正式
改邾为邹。

据《滕县金石志》，凤凰岭实际就是距滕县
八十里的今邹城市张庄镇凤凰山东南余脉，早
已于建国初期划归邹县管辖，许多资料不加区
别地继续引用“滕县说”是不科学的。

邹东凤凰山，属先秦邹山系列，唐至清末称
巨越山，之所以改名为凤凰山，原因就在于凤凰
岭作为“巨越山”的支脉，过去属滕县管辖，而且
在凤凰山一带，滕县的影响一直比邹县大。这从
凤凰山一带寺庙碑文中也可以感觉到。在明代

《重修新兴寺碑文》中，已将凤凰岭称凤凰山。由
于凤凰岭与巨越山本就是一座山的两部分，加
上平定白莲教时，自滕县而来的清军根据滕县
的传统，将发生在巨越山的战斗上报为凤凰山
战斗，从而导致了巨越山从官方文书上被更名

为凤凰山。即使如此，清代仍不乏有史籍将此山
标注为巨越山。民国地方政府及方志也将此山
标注为巨越山。

邾国彝器

1934年，滕县安上村出土邾国彝器十四件：
鼎二、敦四、盘匜罍壶各二，类有文字如邾妪赢
鼎。收藏在当时的省图书馆。公羊载，“夷父颜娶
妪赢女为妻”，可知附近既是邾国都邑。出土邾
国彝器的滕县安上村就处于该地南部连青山中
部缺口的滕县一侧，正是凤凰山前盆地的南部
出口，且是连青山发源的一条南北沟涧（下游与
其他河流汇集后注入微山湖）的西侧，距大律仅
14公里，此处设兵可有效预警邾子驻地，增加南
部防御纵深，且可防御东方来犯之敌，亦可从邾
国南部为驻地提供补给，理当也是古代邾国的
一处防守重镇，至今附近村庄多叫××营。大律
石盖墓群、龙首铜钺、伯俞父诸器和安山村邾国
彝器的出土地均在凤凰（巨越）山前大律村东北
南一带十公里左右范围，不难让人联想其中的关
联，说明古邾国君主确曾驻跸于此。至于邾国贵
族选择安上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

更大的可能是都城訾娄失守。左传载，鲁僖
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夏四月癸巳鲁公伐
邾娄，取訾娄，以报升陉之役。邾人不设备。邾文
公在位，都城陷落后，邾国贵族仓促逃到这里，
邾国军队扼守住了连青山口，获得喘息之机，六
神无主一片茫然之时暂住此地。左传载，鲁僖公
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秋，鲁公子遂帅师伐
邾。也许接连不断的打击使邾国贵族不得不在
踏上西迁之路之前，将贵重物品和阵亡贵族掩

埋于此。彝器是不会轻易埋藏的。民国时安上村出土
众多邾国彝器，正说明当时慌乱无奈的处境。由于安
上地域狭小，仅可暂避北部和东部小规模兵患，不足
以拒重兵，难以长期坚守，实非建都之所。所以邾国
贵族鲁公子遂帅师来伐时不得不漫漫西游寻找落脚
之地，直到临近宋国的邾瑕居住下来。之所以在临近
宋国的邾瑕停留，是因为此时宋国成公在位，与称霸
的晋国关系密切，邾国君臣希望能得到宋国庇护。十
几年后，以水患为由再行东迁峄山。

在清道光十年（1830年）至1980年的150年时间
里，如此密集地在凤凰山（巨越山）一带出土西周时
期邾国国君青铜器，应该可以证明这里曾是邾国故
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不能排除在这里曾
有其他类似文物因河流改道、取土、耕耘等原因而出
土，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失。

在春秋以后的文献中，其“邾”字亦有几种不同
的写法。《春秋》、《左传》中写作“邾”；在《国语·郑
语》、《孟子》中写作“邹”，在《史记》、《汉书·地里志》
中写作“驺”。音同而字异，其实皆一事。邾国，亦称邾
娄国，历史典籍多有记载。《汉书·地理志》：“故邾国，
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左传·文公十三年》（公
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在邾文公之前，邾
娄国逐渐被分为3个国家，即邾、小邾（倪）和滥，历史
上被称为“邾分三国”，时当在春秋前后。我们通常所
说的邾国，不包括后两者。

王献唐先生在其《邾分三国考》中，说其疆域大
概为：“邾，在今邹县中部、南部，济宁东境，滕县北境，
东、西、北三面界鲁”，在《春秋邾分三国》里他说“邾
初本据邹县东北訾娄一带”，却没有给出訾娄的具体
方位。由于当时伯俞父诸器出土地在滕县辖区，龙首
铜钺尚未面世，他关于邾国疆域及漷河的观点颇受
局限，不少考证推测成分较多，难免与实际有出入。

尽管《公羊传》唐徐彦疏谓：“《公羊传》以邾娄为
大国，仅次于齐、鲁。”但相比之下，力量远比鲁国弱
小，邾国常受鲁国侵掠。《左传》载：哀公七年“鲁师入
邾，邾人保于绎”。邾国也曾在反击鲁国的侵略中，“获
僖公胄，悬诸鱼门”。不仅黎民百姓蒙受苦难，而且随
时都有亡国的危险，遂有“三迁”之举。从史书记载看，
邾国亦称邾娄国，早时定都于訾娄。二迁于邾瑕（在今
济宁市南5公里处）。但是这里地势低洼，常年遭受水
灾的侵害，为避下就高，又三迁于峄山之阳。《左传》
载：鲁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
不利于君。”公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
君，以利民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
也，君何弗为？”公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
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

然而，由于邹东凤凰山处于古代邹县东隅，距县
城遥远，群山阻隔，交通极为不便，其丰富的历史和
宗教文化一直被忽视，西部平原及县城附近山川在
历代县志上多有记载，却对凤凰山文史遗迹和寺庙
总是语焉不详。巨越（凤凰）山东部余脉被滕县志记
作凤凰岭，建国初期既已划归邹城管辖，其出土文物
和相关历史文化一直没被重视，没有写入邹城史志。
现在凤凰山一带已通省级公路并开通城乡公交，交
通极为方便，但这段尘封的历史却一直未被揭开，我
们期待着早日揭开“邹鲁第一山”——— 凤凰山的神秘
面纱，让其丰富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早日为世人所知，
在邹鲁文化体系中占一席之地。

■ 考古探秘

古邾国建于西周初年，在邾文公迁峄之前，位于邹城市张庄镇的济宁市最高峰凤凰山，也曾经做过邾国的都绎……

千载之谜古邾国都

千乘城遗址所出土的古砖

齐景公墓的殉马坑证明墓主生前爱马

壁画中的古代战马

凤凰山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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